
第五辑｜历史名胜

石 康 塔 （ 顺 塔 ）

石康塔，原名顺塔，是一座古塔，位于合浦县

石康镇。距离南流江仅百余米，是古代祈望镇守河

道、保护过往船只的一座高塔。

石康塔的塔身底径 6 米，占地面积约 50 平方

米。1962 年公布为合浦县文物保护单位，起名顺塔。

2017 年公布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改叫

石康塔。但当地人一直称它顺塔。

石康塔建造于明朝天启五年（1625 年），建造

特点是，七层楼阁式八角形空心砖塔结构，跟廉州

府早前建造于四方岭的文昌塔差不多。塔的构造，

从底层向上逐层收拢，一层比一层小。塔身全部用

青砖对缝粘砌，每层叠涩出檐，上置平座。底层开

着东西通风门，也叫做坤门和凤门，其余塔层设有

假门，以起装饰之用。

有阳光的日子里瞻仰石康塔为最佳时机，显得

古老、威严、肃穆。原来的石康塔有七层塔身，因

年久失修已经塌掉一层多。剩下的五层多塔身，依然很牢固。

从江堤上看石康塔，会发现它向南倾斜了一点点。石康塔自 1625 年建造起，到现在

已近 400 年的历史，经过洪水的侵浸，雷电的洗礼，风霜的打磨，但它依然歪而不倒，斜

而不坠。

一直以来，人们并没有对石康塔进行修缮，既保持了原色，又彰显了刚毅。现在石康

塔的沧桑与厚重感还在，被时光打磨的印记还在。看着它，就像看到了一位年长的老者，

在南流江边讲述着古老的故事。



林 翼 中 旧 居

林翼中旧居位于合浦县白沙镇油行岭村委新城村，为林翼中于 1931-1948 年之间，在

家乡建造的中西合璧式的客家围屋。

林翼中曾任民国广东省民政厅厅长、国民政府农林部次长、广东省参议会议长等职。

林翼中任民政厅长之后，便在家乡着手建筑这座“相庐”。

林翼中旧居坐北向南，大体呈现长方形分布，占地 7000 余平方米，主楼高三层，副

楼、碉楼高二层，西式风格为主，砖混结构。其余均为一层，客家围屋建筑风格为主。大

院正门的门额上原有“相庐”二字，为宅主人手迹。周边砌有高高的围墙，有七八米高，

真正的高宅大院。

主楼最具有气势，由林翼中聘请广州设计人员设计，并来到白沙主持施工而成。所有

的建筑材料均从广州或香港购买，工匠也是从广州带来。主楼是一栋三层建筑，楼高 15

米，东西宽 21.5 米，南北深 22 米，钢筋水泥红砖结构。每层内部结构基本相同，丁字形

走廊，八个房间，中间为楼梯，前、左、右均有回廊相通。主楼于 1942 年建成。

主楼有三个特色。一是所用的红砖，经过打磨、平整光滑，不批灰，只用水泥勾缝。

二是地板用有色水泥砌成，这工艺在现在也极罕见。三是二三楼回廊的无立柱斜挑梁，长

度超过 1.5 米，建筑工艺高超。

主楼门柱顶层中间书写着“景仰高山”四个

楷书大字，非常气派。

主楼南面是副楼，共两层，高 11 米多，东

西宽 24 米，南北深约 8 米，但红砖没有经过加

工磨制，色泽不一，建筑技术与主楼相比差距很

大。副楼大门有副对联：“江山养豪俊，云日有

清光。”副楼直至 1948 年才竣工，由本地匠人施

工完成。

主副楼围墙的四个角落原有四座防御碉楼，

后来东南角的一座已经不存在。主楼西侧是一座

客家围屋，分上下座，是当年林家大宅的厨房，

仅厨师、打杂等人员就有十几人之多。主楼的东

侧是林氏祠堂，也是客家围屋的设计，一些“林

氏家训”现在还贴在墙上。

旧居的东南角，有一座十分精致的西洋式二

层建筑，只可惜因年久失修，二楼已经坍塌，仅



留下古罗马斗兽场式的外墙。

祠堂东面有一排长长的回廊和房子，是从前林翼中先生家族兄弟的住所。后来在这排

房子的中间开了一个大门，方便出入。

林翼中旧居设计奇巧，材料精细，气势雄伟，耸立在一个山坡之上，对面是水流蜿蜒

的白沙河。其围墙为屏，周围千坡竞秀，树木苍翠，百鸟入林，是一处极其讲究“风水”

的景观。

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林翼中的旧居曾经成为白沙公社办公所在地，后来是白沙农业中

学校址。

1993 年公布为合浦县文物保护单位。2017 年 12 月公布为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



璋 嘉 陈 氏 宗 祠

璋嘉陈氏宗祠位于合浦县曲樟乡璋嘉村。

陈氏宗祠始建于清朝同治五年（1866 年），至今已有一百五十余年的历史。原来是三

进式的客家围屋建筑，相隔二十几年后，族人觉得人多了，燃香拜祖时有点逼仄，又在前

面加了一进，变为四进式，为广西南部客家乡村宗祠之翘楚。

璋嘉陈氏选址建宗祠时比较讲究。祠堂后面有山岭，可倚为“靠山”；门前有池塘，

没有池塘也要挖掘出来，形成前水后山的格局。

陈氏宗祠的建筑特征有以下几点：有前厅或者牌坊，即门楼；正身，即正屋；前堂，

即三堂屋的前厅；廊间，又叫抻手（“抻”，客家话读“春”），是连接上、中、下的厢房；

横屋，即左右横屋；禾堂，大门口前的晒场；池塘，禾堂前的水塘大都建得如半月形，除

了“水可化刹”之外，还“可防火烛”；祠堂建筑背后的山岭，又叫“化台”，化台必须“封

围”，即树木不能砍伐。

陈氏宗祠为硬山顶砖木结构院落式建筑，占地面积 500 多平方米，一砖一瓦建制严谨，

进式规范有度，每进均设有木制屏风或中门。门额“陈氏宗祠”为吴川人、清朝咸丰三年

（1853 年）进士陈兰彬所提。门联“家声传颍水，庙貌壮廉湖”亦为陈兰彬所书。此门联，

道出了该族人源自河南颍川，在大廉山、六湖垌扎根后得以子孙繁衍的蕴意。

璋嘉陈氏宗祠 袁洪 摄

进得大门来，为第四进，屏风上悬挂有三块功德牌匾。左边，为纪念清朝翰林院庶吉

士、随带军功加四级之陈兰彬的，上书“翰林院庶吉士”；右边，为纪念清朝光绪六年（1880

年）获赏换花翎之两广总督府督标陈才业的，上书“赏换花翎”；中间，为纪念民国三十



六年（1947 年）六月九日、由国民政府授予上将军衔之陈铭枢的，上书“上将第”。以此

等物证来标榜和颂扬陈氏子弟的功名卓著。

在三进里，挂有“骑尉第”，此亦为功名牌匾。这里还陈列有陈铭枢之各式纪念物，

似一小小纪念馆。

二进为厅式结构，依然挂有清光绪帝所赐的两块功德牌匾，以及“文魁”等物，墙中

间是顶梁对。

第一进为上堂，设有神龛，供着十几排先祖的牌位。

陈氏宗祠里的文字，有多有少。多的是长联，铿锵有力，洋溢着一股子大丈夫的气概；

少的是牌匾，三五字而已，充满了传统道德的教育意味。

陈氏宗祠不似其他客家围屋，它不是用传统的黄土、石灰、砂石，配以糯米饭、板糖

等材料混合夯筑而成，而是用造价更高的青砖砌盖而起。虽历经了百多年的历史，依然结

实如初。

大门前的墙壁上，那些初始的图画一一麟龙鹤凤、山水人物、村落人家、奇花异草、

飞鸟虫鱼等等，至今还是清晰可见，不曾掉色，可谓是精工细雕的典范。

1993 年，陈氏宗祠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17 年 12 月，公布为自治区文物保护

单位。



山 口 林 氏 家 庙

合浦县山口林氏家庙，又称泰兴祠，位于合浦县山口镇西南面，由山口林氏先祖林御

卿（字晋夫）建造于清同治八年（1869 年）。

山口林氏家庙面积三千多平方米，包括门前空地一万多平方米。全用砖、石、木材框

架结构。林氏家庙座北向南，正面直上共四座，门额石刻“林氏家庙”四个大字，为清咸

丰三年（1853 年）进士、书画家吴凤藻手书。左边直上共三座，门额石刻“双桂书院”四

个大字，为清道光十二年（1832 提）举人、著名音韵学家陈澧手书。右边直上三座，门额

石刻“三芝书院”四个大字，为清代寄居番禺的著名书法家沈史云手书。

全庙总共十座（三十六个厅堂，四间房子，每座之间有两个庭院相隔），九条走廊，

俗称“十座九通廊”。屋高八米左右，屋顶蟠龙起伏，彩云走动，花鸟飞舞，是精雕细刻

的雕像模型，十分壮观。屋内桁条角子，均用大杉木。各座栋梁，均用五十公分直径的铁

木圆柱和三十公分见方的石柱。金字屋架，均用铁木按照土木工程结构插榫安装。整座屋

各个部件相接十分严谨，又考虑到热胀冷缩的系数，多年来，经受了无数次风雨雷电的袭

击，至今仍安然如初。

其正中四座，是十座之最。大门的檐柱和桁条是又大又长的石柱，据说是从很远的地

方运来的。有木刻、石刻，各用多种手法，表现了花鸟虫兽、人物花卉，精巧玲珑，栩栩

如生，肃穆堂皇，是近代雕刻中的精品。大门两侧，悬挂着林氏先人两块功名金字牌匾，

左面是“拔元”，右面是“进士”。第一厅正中悬挂着林御卿封“资政大夫”的金字牌匾。

清代状元林召棠于同治八年亲临林氏家庙拜祖，亲笔题词“乐善好施”四个大字，刻上木

板，悬挂在第二厅上。第三厅庭院两侧，有大小石碑十块，记载林御卿生平丰功伟绩，亦

为林召棠撰文。

家庙的两大书院，“三芝书院”和“双桂书院”，古时是远近求学者的免费攻读场所。

“三芝书院”是初级班，“双桂书院”是高级班。“双桂书院”藏书过千册，原有古代、近

代、现代的重要典籍。如《武备志》《钦定七经》等。有著名画家、书法家的杰作，如王

羲之亲笔对联、郑板桥亲笔竹画等。“双桂书院”曾是林氏家族收藏最丰富的图书馆，是

供林氏子孙学习和阅读研究的文化场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地政府曾在家庙办过小学。后落实政策，把家庙归还了林

家后代。

山口林氏家庙是古文物之一。它是反映清代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

实物；它建筑宏伟、制作精巧，是清代的艺术、科学的精华，是合浦文物的又一座宝藏。

这瑰丽的家庙，每年都吸引很多游客不远千里，前来观赏。

林氏家庙建于清朝，历代寺、庙都是公众的，而家庙则须皇帝恩准。为何小小地方会



有家庙？原来山口林氏家中有人在朝中做大官，因此在家乡建家庙也就不足为奇了。那时

山口周围许多人没处读书，便在家庙旁建了两间书院，共子弟们读书。

1993 年 5 月，合浦县人民政府将林氏家庙（包括旁边两间书院），公布为县级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



槐 园

槐园，俗称花楼。为本地富庶人家王崇周于 1927 年所建，请来名师设计，从广州、

香港等地采购高档的建筑材料和时尚装饰物，历时五年而建成。

槐园 李协光 摄

槐园之名，出自王氏郡望“三槐堂”，取《周礼》“面三槐，三公位焉”之意，用以鼓

励后代。当时，合浦县城还没通电，晚上黑麻麻一片。王崇周从广州买回来发电机，晚上

发电，让槐园金碧辉煌，光芒四射。于是，人们把这座花花世界的园林叫做“花楼”。

槐园的主楼是一幢外观非常独特的建筑，由砖木钢筋水泥混合建筑而成的四层楼房，

造型为中西合璧。一、二层采用欧洲古典风格，底层为券廊式，前面发券 12 孔，构成宽

敞的前廊；二层为柱廊式，前面由 10 组仿古罗马斯塔干式方柱、爱奥尼式圆柱组合的束

柱，承托钢筋砼结构过梁，构成宽阔的敞廊和居中凸出的半圆阳台；三层为中国传统风格，

左右对称布置两间硬山式琉璃瓦顶平房，屋脊饰以灰塑博古、翘角，外墙饰以红色假清水

墙；四层为中西揉合。前面为一座钢筋水泥结构、八角穹窿顶西式凉亭，居中为一栋砖木

结构重檐四角攒尖、琉璃瓦顶的中式亭阁。是一座典型的“洋为中用”建筑实例。红叶题

诗，很有特色。

槐园落成时，面积有 15 亩。经历了 90 年时间的世事变迁，原来的大门牌坊已经不复

存在，面积也仅剩下 8亩了。当年还有芒果园、碉楼、厢房等等，后来都缺失了，只剩下

今天所能看到的，如主楼、后罩房、门楼、池塘、拱桥、中心花园和一些厢房，厢房也仅

剩南厢房了。

其中原由是当年的王崇周先生学成回乡后，热心于地方的文教、卫生、抗日运动等社

会公益事业，在“槐园”的南侧，创办了一所小学堂，以祖父王乃宾的号“雁秋”取名，

曰“雁秋小学”。抗战胜利后该校改名“八保国民学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方政

府将槐园收归国有，把原属槐园的原雁秋小学分割了出去，改名廉州第二小学。



剩下仅仅八亩的槐园，还是留下了原来的风姿。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鹤立鸡群的槐

园成了驻军的办公场所。对越自卫反击战后，驻军撤走，槐园又成了私人加工厂。

前些年，政府落实了有关政策，把槐园归还了原主人的后裔。恰逢一家文化公司租用

槐园作为办公场所，对槐园进行了修旧如旧的整饰。

经过两年的装修，槐园得以脱胎换骨。开设了新的大门，巍峨气派。园地四周种植槐

树、翠竹、花草，恢复了假山，布置了霓虹灯，到了晚上又是一派斑斓。



罗 公 祠

罗公祠位于合浦县石康镇老街。

从石康粮所旁的一条小巷子进入，再往南迂回数十米，可见古色古香的两间并排的庙

宇，左边一间名为“万善寺”，右边一间便是“忠孝祠”。

“忠孝祠”即是罗公祠，其建筑形式有庙宇式的大屋顶，厚墙黑瓦，歇山顶，四梁八

柱，红窗彩绘，上下二进，中间天井，中式建筑的基本元素都在。其祠门两边的对联是：

孤忠报国，双孝扶伦。字体激荡有力，有一股正气之风。右侧墙上镶有一块合浦县人民政

府立的石碑，上面写着“罗公祠”，下款是“合浦县文物保护单位”。大门两边梁上，虽然

略显破旧，但那斑驳的壁画和雕梁画栋仍然让人想象当年罗公祠的盛况。

进了大门，中间有一扇巨大的木制影壁挡住了路。绕过影壁，便可以看得到罗公的塑

像了。祠内的罗公像不大，而周边围了数重的布幔。神台左右两边摆满了香烛蜡纸之类的

东西，供瞻仰者之用。

罗公祠是为纪念原石康县最后一位知县罗绅而建造。原址在石康旧县址，即现在石康

镇顺塔村委一带，始建于明代成化二十二年（1486 年）。后来，石康圩镇东移，罗公祠便

迁至现址，于清代乾隆十八年（1753 年）重建于圩镇东北角。此处的罗公祠又叫新庙，香

火一直延续至今。

罗绅是明朝天顺二年（1458 年）赴石康任知县的，

在任上，他勤政爱民，深受民众拥载。次年，瑶兵攻打

县城，罗绅次子罗钦战死。至成化三年（1467 年）冬，

黄公汉率瑶兵攻打石康县城，罗绅组织兵民抵抗，因瑶

兵势大，寡不敌众，县城被攻陷。而罗绅的长子罗鉴，

早些时候已在博白战死。

罗绅被瑶兵抓获后，押至郊外，强迫交纳重金赎命。

因没有索取到期待中的赎金，瑶兵残忍地将罗绅杀害。

罗绅父子三人护境殉国后，石康民众专门为他们建

了一座祠庙以祭祀，取名为“罗公祠”。当时的廉州知

府饶秉鉴为之作表立传。罗绅的事迹在石康坊间代代相

传，并演化为神，还相传屡屡显灵，保祐着石康平安。

几百年来，罗公祠香火不断，可见罗绅在当地享有崇高的地位。

在合浦县石康镇耀康村，还有罗绅父子墓。2018 年 6 月，罗绅父子墓被公布为合浦县

第六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白 石 场 公 署 旧 址

白石场公署旧址位于合浦县廉州镇白石场 46 号。白石场公寓是民国时期合浦县管理

盐务的办公所在地。

合浦县设立盐场始于宋元丰三年（1080 年），有白石、石康二场。据旧志记载，“诏白

石、石康二场岁煮盐 150 万斤给廉州及钦州等处”。

廉州海盐是当时的支柱产业，由官方垄断经营，供应广西内陆各州。本地食盐的消费，

也由官府控制。据《宋会要》反映：廉州有六处官营交易场所，分别设置于州城与下属合

浦县的白石、英罗、大廉、石康及平陆，每年收取一千三百九十贯一百三十二文盐税。自

党项势力崛起以后，宋朝失去了传统上河西地区的战马供应，为了解决军队马匹紧缺的问

题，只得一边在内地养马，一边向周边地区买马。北宋元丰年间，广西安抚司专门设置一

名干办公事的官职，驻于邕州（驻所在今广西南宁市）负责向左右江边民买马。南宋时，

在邕州城设置提举买马司，采购战马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割据云贵的大理国。买马需要大

笔开支，廉州的石康盐，就是官方筹措经费的重要来源之一。

到了明朝，在廉州府城东南设白沙盐场、白石盐场、丹兜盐场等，还有与钦州交界的

西盐场（在今西场官井一带，后废）。清朝，合并为白石盐场（分白石东场，白石西场），

清乾隆年间，白石盐场共有晒盐的池漏 748 个，盐灶 748 座。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白

石盐共收盐 36196 包（每包净重 169 斤）。

民国时期，合浦的盐田绝大部分为盐漏主的私有财产，盐田小块、分散、基围单簿。

据民国二十二年（1933 年）出版的《南路实业调查团报告书》记载白石场有石头埠、犀牛

脚、榄子根、白沙、江平、公馆、竹林、乌泥、平山、大岗、车板（今属广东廉江县）等

分场，每年约产盐 1.5 万吨。

对于盐业的管理，历代都设有机构。在清代，盐业由盐课司领管，主要征收盐税和负

责稽查走私的盐贩。民国初年在县城白石场街设白石场公署，管理盐务，曾设白石盐场知

事。盐知事是盐运司的属官，分辖某一地区的盐场。又称盐场知事。清朝称盐大使，民国

初年称盐场知事，后改称场长，掌管一场的盐务行政。

合浦沿海盛产海盐，有生熟二种。最早制盐方法，是在海滩晒沙，设漏床泌出咸水，

用铁锅煮成熟盐。近代，筑海堤造盐田，纳海水进围内蓄水塘后，输送到蒸发池，经太阳

和风力蒸发浓缩成饱和卤水，灌入结晶池晒盐，成盐（生盐）后收运进仓。

民国时期及以前，盐漏主每年春秋雇佣盐工晒盐，雨季到来便停晒，年生产周期约 8

个月，主要生产工具是龙骨水车，铁锹、盐耙、盐箕等，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测试

卤水浓度，靠目测或口尝。结晶池用石子铺底，用浅水晒盐的方法，结晶期长、产量低、

质量差，平均每 100 平方米盐田年产盐 600 斤左右。



白石场公署旧址 黄永红 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制盐工艺不断改进，普遍使用波美比重表测试卤水浓度，并

改变以往晒露头盐、用非饱和卤冲池、不排拨苦卤等落后工艺，制订新的生产技术操作规

程，采用先进制盐技术，原盐产量不断增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接管了白石盐场公署，成立白石盐场管理委员会，

归广东盐务局管理，后改为钦廉盐场管理处。1951 年分为钦防、合浦两个盐务支局，合浦

盐务支局管榄子根、石头埠、公馆、闸口、竹林 5个盐务所，在党江梁屋村办公，属两广

盐务管理局广西分局领导。1953 年春，钦防、合浦两个盐务支局合并为合浦专区盐务局。

1963 年成立湛江专区制盐局合浦分局。1965 年合浦划归广西，成立合浦县盐务支局。1967

年改为合浦县盐业局，1969 年盐业局并归工业局，1977 年盐业工业由北暮盐场总场统管。

1985 年 4月成立合浦县盐业公司，负责领导县内各盐场的生产业务。

白石场公署旧址，公布为合浦县文物保护单位。



东 山 寺

东山寺，位于广西北海市合浦县城。

合浦之有寺庙，以东山寺为始。传说秦汉之际，南越王赵佗驻军合浦，在东山寺设行

宫作大本营。汉末三国纷争，合浦郡时为吴土，时为晋地，战事频繁，南越王行宫由是湮

没。晋兴，郡人在行宫故地建灵觉寺，为广西现存最早的两间寺庙之一，故有“三廉古刹”

之称。

据史书记载，东山寺建于北宋年间，曾是安南王李日尊行宫。由宝山成禅师在灵觉寺

的遗址上重建。因为地处当时的海角第一峰东山岭上，所以取名东山寺。其后几经兵火，

几次损毁，又经过永乐、万历、康熙、道光年间几次重修。其中尤以明永乐年间为盛。永

乐十年（1412 年），僧钰净重修东山寺，但建置简单。七年后，释普聪沿街拜市化缘，集

资重建了堂殿、伽蓝、佛像罗汉，为今日的东山寺的面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时，东山

寺有良田千顷，号称中兴。清康熙十三年（1674 年），在合浦的海滨获得一尊古钟，古钟

上的题字的落款日期是“皇越昌符九年乙丑”。也就是说这尊钟是于越南国王昌符九年

（1385 年，越南陈朝陈废帝年号。陈废帝名陈晛，《明史》作陈日炜）所铸

东山寺大雄宝殿 袁洪 摄

东山寺时为一方胜景，岭南名刹。原来的东山寺为四进，南北两庑。其一山门，其二

金刚殿，其三大雄宝殿，其四观音殿。供奉四大天王，佛祖释迦牟尼及阿难和迦叶、十八

罗汉，观音大士，护法天尊诸法相。由是，东山寺佛缘深厚，名声显于三廉，功德广播八

属。

东山寺为历代历朝名人雅士，官宦谪臣、居士僧侣探胜寻踪、抒怀寄情、问禅悟道、



皈依佛缘之所，时人或“理屐携琴看舞鹤，邀朋扶杖伴僧间”，或“镇日论诗频击钵，白

云深处不思还”。“菩提老树迷孤寺，明镜高台接远山”、“风送梵钟喧上界”、“枯座跏趺老

衲间”。三廉古刹，意境精妙，气派超凡，警世脱俗，幽雅辟尘之地，千古传诵。宋礼部

尚书，大学士苏东坡居廉时，至寺访僧，欣然留书题句云：“孤云出岫岂求伴，锡杖凌空

自要飞。为何庭松尚西指，不知名奘几时归。”极尽古寺禅意精妙。清鲍俊为之作联：“宝

花飞上界，灵鹫起东山。”又书牌匾“三廉古刹”。护法天尊韦陀殿亦有联云：“身是将军

心护法，志归大士力降魔。”字体庄重凝厚，沉稳储蓄，更添加古寺神韵。清提督冯子材、

廉州知府等也为东山寺修建捐资，碑刻留名。

东山寺屡历兴废，重修见载史籍极有：明代三次，永乐十年（1412 年）、十七年（1419

年）、万历二十九年（1601 年）。清四次，康熙年间（1662－1722 年）两次、咸丰十一年

（1861 年），同治年间（1862－1874 年）一次。尤以清康熙年间重修的工程巨大，全寺焕

然一新。咸丰十一年重修的天王殿则一直延至 2005 年，因成危房而拆除重建。

民国战事纷起，陈铭枢将军驻廉州时，明令不准军队侵扰古寺，严诫任何人等不得毁

坏寺中物器。抗日战争时东山寺因作县政府驻地遭日寇飞机轰炸。“文革”中，古寺在破

“四旧”中被毁，仅存山门、天王殿残址。2000 年，有云居山法师智梁至此，目睹祖庭破

落，遂立恢复志，经年筹谋，先恢复观音殿、念佛堂、卧佛堂、斋堂、恭迎释迦牟尼及阿

难、迦叶等佛像金身等十五尊。古寺规模恢复有成。智梁法师受广西佛教协会礼请为东山

寺主持，2005 年又重建山门、天王殿，是年竣工。2007 年春，重建大雄宝殿，千年古寺，

又见“禅经悠悠松菊静，梵音寂寂虎龙降”。



保 子 庵

保子庵原名慈云寺，位于合浦县廉州镇头甲社，始建于宋绍熙二年（1191 年），清代

改名为保子庵，是现在廉州境内香火最盛的寺庙之一。顾名思义，保子庵是人们祈求生子、

保佑平安的一个佛教场所。

保子庵坐西向东，乃廉州宋代四大古寺之首，为慈航普渡，祥云接引之佛教胜境。其

间，历元、明三百七十余年，履经兴废，有史籍记述重建者三。惜岁月更迭，风尘湮没，

古寺佛迹，已无碑记文典可考。

至清康熙元年（1662 年），尼师妙禅、性空入持慈云寺并在原址重建法堂华宇。寺成，

以“保子”为庵名，是为后世有“保子庵”之称，香火鼎盛，祭祀延绵。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廉州准提庵尼师通慧、通慈率心宁、心彻等尼众归住保子庵。因见殿宇年久失修，

墙垣有破败之象，遂率众尼云游拜缘，劝捐募资，历时五载，至乾隆四十八年（1783 年）

庵堂重修竣工，规模有成。

迨自嘉庆至民国 150 年间，保子庵经历盛衰，以至于庙宇田产被城中顽劣之徒抢夺强

占，作一己之私产，而绝一方民众供奉祭祀祈福之香火。

保子庵 袁洪 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保子庵才佛光重现。1958 年准提庵昙云尼师入持保子庵，不

辞艰难，苦心经营，保子庵香火恢复，更胜从前。

“文革”期间，保子庵受到冲击。1978 年，尼师昙云、进逵决心重修保子庵，先期恢

复庵堂僧舍，使之得以香烛继焚，梵音再鸣。功德所至，响应者众，庵堂恢复初成，宝鼎

香花呈祥。信众得参拜之所，教徒兴向善之心。

2003 年，昙云、文禅等尼师又发起倡议，广劝好善，捐资集款重建保子庵，两年建成，

即今天的庙貌。

今天的保子庵已被围在居民住房之中，但原址保护较好，加上近年来多次修葺，基本

维护原貌。现在的保子庵是合浦佛教协会会址所在地，里面有尼姑主持。该庵是人们了解

合浦佛教的一个窗口，同时也是爱国爱教，弘扬社会正气的一个佛教场所。

1993 年公布为合浦县文物保护单位。



天 妃 庙

天妃是护海女神，从宋至清，一直为历代航海者所祭祀。据史料考证，明朝年间郑和

七次下西洋，历时近 30 年，涉沧溟 10 万余里，往返于太平洋、印度洋和阿拉伯海，前后

到达 30 余国，传说他就是在船上供奉天妃神位祈求神灵的保佑，所以，才得以平安返回。

天妃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是十分神圣的，是航海人和海边人的精神支柱。天妃姓林，

名默娘，莆田人，生于北宋建隆元年（960 年），她生长于海边，从小学会游泳。有一次遇

大风船翻，她奋不顾身救起父亲，找回兄长尸体，此事颇为人们所称赞。她经常为老百姓

行医看病。在海上抢救遇险的渔民。相传北宋雍熙四年（987 年）九月她升天为神。

沿海各地的渔民和航海者把妈祖奉为海上保护之神，海神天妃的影响范围极广。合浦

属沿海地带，所以合浦也有天妃庙。

天妃即妈祖，在合浦又称天后、三婆。合浦沿海有众多的天妃庙，如西场雷祖庙天后

宫、高楼寺天后宫、康王庙天后宫，白沙镇老鸦洲墩三婆庙、沙尾三婆庙，还有常乐、闸

口、山口、沙田的天后宫等等。

从乾江古港口到古廉州府治的人海江流河段约 4 公里长，同时建有 5座天后官，分别

是海角亭天妃庙、九头岭天妃庙（九头庙）、乾江天后官、西门江天妃庙、府城南门外天

妃庙。在这五座祭祀天后的庙宇中，规模最大的就是乾江天后宫，而能够保存原有的格局

和规模剩存下来的，也只有乾江天后宫。

乾江天后宫建于明清之交，占地面积超过 400 平方米，为三进式三开间两廊布局，建

筑格局为木梁结构，历代多有修建。乾江天后宫是沿海渔家出海前举行祭祀仪式，祈祷平

安和渔获丰收的场所，所以在渔家的心目中，天后宫的规格仅次于观音庙。

廉州的海角亭与天妃庙重合。它坐落于合浦县廉州中学校内。据刻于庙内房屋正梁的

文字考证，该庙建于清朝光绪十四年（1888 年）。

海角亭自经合浦县人民政府 1981 年重修后，恢复了原貌。全亭分为前后两进。第一进

为亭的门楼，沿用天

妃庙门楼，面阔三间。

正门是大圆拱门，悬

清道光年间海门书

院山长鲍俊所书对

联：“深恩施粤海，

厚德纪莆田”。两旁

是耳门。屋檐由两层

砖叠涩突出，古朴美

观。正门上方镶嵌着

“海天胜境”石额。



真 如 院

真如院是合浦县公馆中学的教务大楼。

当年倡议创办公馆中学的陈铭枢，字真如，那幢大楼就以陈铭枢先生的字来命名，叫

“真如院”。虽历经沧桑，仍风采依旧。

陈铭枢（1889 年－1965 年）字真如，合浦县曲樟乡璋嘉村人。曾任民国政府军事委

员、广东省政府主席、代理行政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

员、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等职。系民国时代国民党上将，铁四军的元老。民革

的创始人之一。

合浦县公馆中学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清朝光绪十三年（1887 年），公馆盐田村

儒绅李翘南先生于公馆圩北面茂林修竹之地设立了“文治书院”，匾额“文治书院”和门

联“文光腾列宿，治理讲遗篇”由吴川名士陈兰彬于光绪（1889 年）已丑秋八月书。1889

年至 1929 年，书院更名为“文治小学”。1930 年，时任广东省主席的陈铭枢先生有感“地

方各乡儿童无由上进，学风衰落，诚大可悲矣”，于是亲撰募捐启，号召四方君子“本同

文共轨之怀，周菽粟水火之急，欣脱手输囊”，募捐资金，并躬体力行，慷慨乐捐一万六

千光洋，感召地方硕彦绅董，集资创办中学。校名“合浦县立第五中学”，由陈铭枢先生

亲笔题写。建校时的教务大楼为二层，占地面积近 700 平方米，西式风格，窗大廊宽，它

就是“真如院”。

历经 90 年沧桑，“真如院”还保存完好，是公馆中学唯一的古迹。那幢二层西式小楼，

今日风采依旧，时任合浦县长廖国器题写的“真如院”字样仍依稀可辨。

当时的公馆中学还谱写有励志的《五中校歌》一一廉阳之东，唯我五中；陶予美德，

开予昧蒙；锻予体魄，惠予良朋；矢当自励，信仁勇忠；勤慎坚朴，学海探踪；灵敏活泼，

克任劳动；相遇诚敬，相处和融；修齐治平，以进大同。

溯其缘始，公馆中学发展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桃李芬芳，人才辈出。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学校曾数

易其名，分别为合浦县

第五中学、合浦县第二

中学、合浦县第二初级

中学、合浦红卫中学、

合浦县公馆中学。1993

年公布为合浦县文物保

护单位。



粤 南 信 义 会 建 德 园

建德园位于现在的合浦县还珠宾馆内，是因清朝后期，德国基督教徒前来合浦传教而

建立。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德籍基督教徒王宝三到北海传教并建教堂，当时称长老

会。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德籍巴顾德牧师到廉州传教，设长老会。

德国基督教徒到了廉州后，在随考街（今中山路）购地建教堂，引起纠纷。群众殴打

了巴顾德，并拆毁了建筑物。德国政府派遣军舰到北海交涉，廉州知府富纯与德国教士商

议，将考棚旁之同善堂交换，并赔偿军费六千元（大洋），遂结此案。

德国基督教徒在同善堂旧址建粤南信义会，先后在南康、石康、石湾、福成、常乐、

闸口等地建教堂或礼拜堂。后在信义会建德华小学，有学生 100 余人，由传道李保罗兼任

校长。

民国十七年（1928 年）德粤南信义

会牧师欧培曼购廉州沙窝街刘氏荒园，

建“建德园”，在园中建一座两层哥特

式的楼房，群众称该楼为“德国楼”。

该楼二层，长方形，长 21.4 米，宽 12.8

米，上层高 3.5 米，下层高 4.6 米，占

地面积 274 平方米，四周环境优美。建

德园建成后，德华小学便迁往该园。

德国籍鲍闾巽接任牧师后，将“德

华小学”改为“信义小学”。信义会当

时在各乡、镇设区会，廉州设总会，鲍

闾巽、李保罗任正副监督。后来粤南信义会在北海开办圣经学校，在廉州开办神学班。

抗日战争开始，鲍闾巽在“德国楼”的瓦面上用灰沙筑一 3 米大的“卍”符号，以使

日机飞行员辨别标志，避免投错炸弹。当时群众在警报发出后，来不及疏散到郊外时，便

拖男携女，躲进“德国楼”，待警报解除后始回家。

抗日战争期间，信义会因经济困难，曾引起教会内部组织改革。原信义会全由德国传

教士掌权，经改革后，教会事业由中德两国传教士共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西差会

在经济上再无力维持中国教会，粤南信义会便由中国汉口信义总会资助。

抗日战争胜利后，广东省第八区专员公署和第八区保安司令部均设在建德园内。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德园曾改为县委招待所。改革开放以后，改为合浦还珠宾馆。

1993 年，粤南信义会建德园公布为合浦县文物保护单位，收回并交由相关单位作办公

场所。2015 年，合浦文物保护部门对粤南信义会建德园再次进行修缮。



廉 州 古 井

廉州城里有几口古井，叙说着古城的风流。从古到

今，廉州古井在悠悠岁月中，默默地诉说着廉州的文化

与风情。

最久负盛名的当属“廉泉”。据《广东考古辑要》载，

“廉泉”为汉代遗物。“廉泉”原名叫甘泉井，因泉涌如

潮，水质甘美而闻名。现位于县体育场大门内，是东汉

太守费贻率众所掘，后荒废。至明朝成化年间，饶秉鉴

任廉州知府，复掘甘泉，垒石加固。乾隆二十七年（1762

年）上任的知府陈淮将甘泉井改名为“廉泉”，并刻碑立

于井旁，成为人们期待的廉政吏治的象征。1984 年公布

为合浦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位于县城城基西路的双月井，相传也是汉代古井。

据说，人站在井边探头可窥井内双月映底，殊为奇观。

双月井宽一丈，水深一丈四尺，井水清冽，冬夏水位相

差不大，泉涌如喷，任汲不竭。至上世纪七十年代仍是居民常用的水井。后因自来水普及，

逐渐被世人遗忘，只有故址存留。

在合浦师范学校校园内，有东坡井。相传是苏东坡“量移廉州”期间，闲暇之余率城

中民众所掘，廉州民众为纪念他，便把此井命为“东坡井”。此后，由于岁月变迁，东坡

井被湮没。到了清乾隆年间，廉州知府康基田率众“开疏城河，宣泄城内池积水，于城东

隅得东坡井”，于是予以重建，并在东坡井、东坡亭前修建了东坡塘。自始以后，廉州的

文人雅士，官吏迁客，均临其井、登其亭、缅怀其人。廓然清回间，翼然高明中，树色波

光里，为廉州胜景。

在奎文路武圣宫对面，有朱砂井，甚为神奇。据传，天气晴好时，探头向井内察望，

可见殷红色的影像从井底涌起，那是因为井底有朱砂矿的缘故。但是，把井水打上来后，

却又没有任何颜色和异味，且比其它井水甘纯。城内居民有从井底捞取朱砂磨成糊状治疮

疥的习惯。清代时井旁立有井碑记述其事，可惜井碑已无踪迹。因“朱砂井”处于街中间，

现在为防止行人掉进井内，已用水泥板将井口封存。

还有清代发掘的让水井，位于县城大北街。据老一辈人回忆，由于此井之水有酒度，

用来酿酒出酒率特别高，因此称为“酿水井”，意即酿酒之井。相传后人图省事，写作了

“让水”。当时城内的居民除了用此井水酿酒之外，还用作镀镜。用“让水井”的水镀出

来的镜面不但光滑整洁，而且经久不变质。



时间茫茫无极恨，或许在两千年的历史风云中，廉州还有古井无数，在时光变迁中，

别的井如同春花开了又谢，只剩下廉泉、东坡井等几口，成了“明星古井”。饶是如此，

这几口古井还是成了见证者，见证了古城的桑海沧田和人情世故。

让水井 李协光 摄



廉 州 中 学

廉州中学始建于 1905 年，前身为明朝嘉靖元年

（1522 年）的海门书院。校园内有廉州现存最老的书

院遗址。海门书院原名叫“还珠书院”，清康熙年间两

次增建，置有学田。乾隆十八年（1753 年）知府周硕

勋重修还珠书院，以廉州驻地宋以前曾为海门镇，所以

更名海门书院。

书院先后经过嘉庆、道光、光绪间的多次改建扩建，

有漾江轩、浮碧榭亭、凝碧轩、奎文阁、讲堂及后座，

两廊房舍共四十余间。书院当时每年春初招县内士子

50 人入院，设科举制度三年一科，攻读三年毕业。书

院的主持人叫山长，也就是今天校长。岭南名士，大书

法家，道光三年（1823 年）进士鲍俊曾做过海门书院

的山长。光绪三十一年 1905 年，中国废除科举，“海门

书院”改为廉州府中学堂。从还珠书院到海门书院，再

到廉州中学，至今已有近五百年历史。

明清两代，海门书院为合浦培养了进士 24 人，秀才、贡生、举人六百多人。为合浦

的文化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

魁星楼，也称奎文阁，在中国很多地方，特别是书院一般都建有。魁星原为古代天文

学中二十八宿之一“奎星”的俗称。科举考试则奉为主中式之神，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魁星右手握一管大毛笔，称朱笔，意为用笔点定中试人的姓名，左手持一只墨斗，右脚金

鸡独立，脚下踩着海中的一条大鳌鱼一种大龟的头部，意为“独占鳌头”。海门书院改廉

州中学后，楼上悬一大钟，因此当地人又称之为钟楼，钟声半个廉州城都能听到。

校园内现存廉州府中学堂旧址，建于 1905 年廉中建校伊始，此建筑为硬山顶砖木结

构，带前后廊一层平房。三开间，通面阔 23.2 米，进深一间，前后出廊，通进深 11.3 米，

高约 5米。正面门厅上方堆雕“廉中”二字，中西合璧建筑风格呈现出典型南方民国时期

特色，是北部湾百年名校“老廉中”现存最早的文化教育建筑旧址，具有重要文史价值。

廉州中学是现是广西首批办好的十六所重点中学之一和整体改革试验学校，1990 年入

选《中国教育大辞典》，1991 年，国家教委审定委员会定为中国名校；

廉中有着优良的学风和光荣的革命传统，辛亥革命胜利消息传到廉中，部分进步学生

组织起来攻克廉州府衙，建立军政府。

1934 年杜渐蓬、何承蔚谈星、何世权（李英敏）等进步学生组织了“艺宫”文学社，



开展秘密读书活动，传播革命思想，1938 年建立廉中党支部，同年年底，合浦抗日先锋总

队在廉中成立，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一批批学生奔赴延安，参加革命。1939 年，廉中

迁小江（今浦北县城），师生组织抗日战地服务团，开赴前线慰问抗日将士。

廉中师生始终把自己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

期中，不少学生投笔从戎，为了祖国的解放，他们英勇奋斗，前赴后继，用生命和鲜血谱

写了廉中历史的光辉篇章。

建国以后，学校经过改造扩建，面貌焕然一新，校园面积由解放前夕的 32 亩扩大为

现在的 246 亩，为社会主义建设输送了一批批优秀人材。建校一百年来，共为国家培养高、

初中毕业生三万多人，其中不少成为国家栋梁之材。

副部级以上的领导有原国家司法部部长邹瑜，原中宣部文艺局局长、《南岛风云》作

者李英敏。

文教方面的有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的语言学家岑麒祥，北京画院教授辛莽。

科技界作出特殊贡献，享受国务院津贴的有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冯乃谦，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副总裁、教授、被授予航天一等功臣的陈寿椿等。

廉州中学全景图 袁洪 摄


